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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有一个感受格外突出：过年

出行、购物更轻松了。

往来的旅途不再大包小包，提前网上

下单，给家人的新年礼物直接快递到家；购

新年衣服，选择多样了，可去商场试，也可

“云试衣”，随心所欲；出门开车原本担心停

车难，打开导航 APP 发现可以提前显示目

的地附近空余停车位信息……数字消费成

潮流，更多选择、更新体验让春节假期新意

不断、便利十足。

透过春节消费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发

现，数字技术已经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拓展着生活的边界，也给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数字消费的新潮流，

源自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和转型。数字技术

创造高质量供给、引领带动新需求，不仅为

企业发展打开新空间，也为消费者提供新

选择，不断激活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动力和

潜能。

深 厚 潜 能 ，来 自 持 续 创 新 的 产 品 服

务。通过数字互动长卷体验堆雪人，AR
冰 箱 贴 让 游 客 可 以 把 美 丽 冰 雕“ 捧 在 手

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玩法再上新，热度

不减；人脸识别的门锁、“指哪扫哪”的扫地

机器人、根据屋内环境变化自动调节运行

模式的空调，智能家居以突出的便利性赢

得越来越多青睐；远程控制、自动泊车、语

音助手等功能改善驾乘体验，成为人们选

购新车时的重要参考因素……融合了数字

技术，产品卖点十足，有效激发居民消费

热情。

深 厚 潜 能 ，来 自 持 续 优 化 的 消 费 环

境。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消费的各个环

节，推动线上与线下、业态与场景融合发

展，让消费者不仅买得轻松，而且买得舒

心、买得安全。扫描二维码免掉了携带现

金的烦恼，如今连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都

学会了刷脸支付、刷掌支付，支付更方便

了。农产品的种植过程、采摘时间地点，水

产品的渔船信息、捕捞时间地点，都可以通

过扫描“溯源码”获取，消费更安心了。数

字技术推动消费场景创新、消费环境向好，

破解了制约消费的堵点痛点问题，为提振

消费、扩大内需提供了有力支撑。

深 厚 潜 能 ，来 自 不 断 拓 展 的 消 费 群

体。不仅年轻一代成为数字消费主力，其

他群体同样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蕴含

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比如，农村居民过去

受制于商业基础设施水平，赶大集是主要

消费方式；如今村村通宽带、快递进农村，

农村居民随时随地拿出手机就能“买全国、

卖全国”。又如，看直播、拍短视频、上网

课，老年人畅游互联网，“互联网冲浪”让

“银发经济”有了更广阔前景。

“日用而不觉”的便利，靠的是研发端

的不懈更新，靠的是应用端的推陈出新。

“云试衣”依托的是 AR 技术，轻松停车得

益于停车场数据互联互通，无人机阵形有

序调整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好技术不能放

在实验室里“睡大觉”，强化技术迭代创新

和推广应用，才能最大化发挥科技第一生

产力的作用。特别是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

泛应用共性数字技术，更应统筹发挥“两只

手”作用，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映生

辉，为数字生活再添臂膀。

数字技术的魅力，不仅在于融合万物、

无远弗届的穿透能力，还在于打破隔阂和

限制的赋能能力。过去因年龄、地域、城乡

等因素而产生的鸿沟，如今都在逐渐消散，

各类消费群体几乎都能获得畅享数字技术

红利的机会和渠道。不久前，《国家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指引》印发，开启新一轮以数据

为中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健全完善提

供数据采集、流通、利用、安全服务的新型

基础设施，数字消费必能潮流浩荡、惠及更

多人群。

数字技术助力美好生活，过去不敢想

象，而今触手可及。用好数字赋能，在新供

给、优环境、扩渠道上下更大功夫，定能充

分激发消费意愿，化潜力为动力，变机遇为

现实，把优势变胜势。

数字潮流里挖潜能
—生活细节里的中国经济④

尹双红

暖阳里，走进陕西西安鄠邑区蔡家坡

村。终南山下，小楼散布田野之中，不少屋

子的外墙上，绘制着大型墙画。其中一幅

惹人关注：累累葡萄串下，村民笑脸盈盈。

画里人有些眼熟，回头一看，原来身旁正站

着“原型”。

“过去画是挂在自家屋里，现在画放在

屋外村里，村子就成了个‘大家’。”村民王

岩笑着说。从屋里到屋外，从“小家”到“大

家”，简单的话语，透露出村民对艺术的朴

素理解。通过艺术乡建，村庄让村民产生

更强的认同感、归属感。

蔡家坡村的艺术乡建，远近闻名。除

了墙画，俯卧麦田的“大地之子”雕塑，映照

山川的“秦岭之眼”装置，还有陈列着农具

的村史馆，更不用说一年一度的“忙罢艺术

节”了。一方山水、一村艺术，不仅美了村

民生活、饱了游客眼福，还吸引越来越多

“新村民”来这里创业。

不只是蔡家坡村，沿着秦岭北麓，一个

个高颜值的村庄如同珍珠，被关中环线串

成一串，展开了和美乡村新图景。

这样的艺术乡建，打开乡村的审美空

间。割麦的镰刀、家常的板凳，甚至刚掰下

来的玉米棒子，经过改造都可以成为“家门

口的风景”。看见自己劳动的照片被做成

刀旗放置在麦田中，蔡家坡村村民说：“啥

是艺术？割麦就是艺术！”从公共空间的改

造，到美学意境的营造，点点滴滴、方方面

面，乡土文化的艺术表达，让村民发现身边

的田园之美、家园之美、日常之美，感受到

一种有生命、有质感、有内容、有特色的力

量。这不正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

义吗？

这样的艺术乡建，写出人文经济学的

乡村篇。离蔡家坡村 6 公里的鄠邑区栗峪

口村，有个“村 BD”——村里的“商务区”。

10 余名“乡创客”在这里创立了整村运营

品牌“剪鸭村”，开办起茶餐厅、机车展览

馆、宠物乐园等新业态，吸引大量游客慕名

前来，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嫂子咖啡师”宋

迺红、“田野手艺人”刘明侠……村民的日

子，也在艺术赋能下越过越好。激活乡村

沉睡的文化资源，找到潜在的增长点，艺术这把“金钥匙”，将为乡村经

济“解锁”新的可能。

也要看到，不少地方的艺术乡建，还存在“隔”的问题：隔乡土太远，

隔乡情太远，隔乡民太远。简单画几幅壁画、做几个雕塑、搞几个展览，

或者建几处小清新的咖啡馆、高大上的民宿、文艺范的舞台，终究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忽视了乡村文化的脉络、乡村生活的特色、乡

村生态的链条，甚至生搬硬套一些“符号”“概念”，不土不洋、不伦不类，

村民难以产生认同、理解，那么所谓的“艺术”也就成了“盆景”“噱头”。

说到底，艺术乡建需要植根于当地的人文脉络。村、院、田、山、水、

人，手艺、民俗、特产、古迹、传说、名人，各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以此

为依托，艺术才能扎根乡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也唯有这样，才能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当乡村人、事、

物，乡土景、情、史都纳入艺术磁场之中，生活样式转化为艺术样式，艺术

样式回归生活样式，“接地气”的艺术浸润乡土，更多改变就会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

化。”艺术是一条润泽心灵、涵

养乡风的河流。将艺术融入乡

村生活，以艺术激活乡土文化、

助力乡村发展，就能更好让乡

村“美”起来、文化“活”起来、村

民“富”起来。

（作者为本报陕西分社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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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长 7 米左右，能耗比大车减少 15% 以上……让公交车变“瘦小”，

是很多城市的创新尝试。这一改革，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更好适应部分

公交客流量减少的现状。“瘦身”的同时不断“强体”。穿梭于大街小巷

的小微巴士，扩大了公交服务覆盖范围，在解决微循环路线接驳难等方

面发挥作用。

要让小型化公交“小快灵”的运输效果充分展现，未来还得在完善

公共交通线网上多下功夫。比如，优化地铁与公交的接驳，解决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难题。再如，对线路进行智能网联改造，定制公交经过路

口，信号灯优先放行；以数据算力优化交通运力，哪里乘客多，公交就开

往哪里。

如今出行需求更加多元，但公交依然有固定的客群。更好适应市

场需求变化，推动服务多样化、品质化，是其发展方向。周密调研、科学

论证，带动公共交通的整体优化和精细运营，确保路网疏密有度、通达

有序，就能实现居民出行便利度、舒适度的持续提升。

公交可“瘦身”  服务需“强体”
北京市朝阳区   李君强

【关键词】高铁小碗菜

【事件】郑州开往上海的一班高铁列车

餐车上，一份份“小碗菜”加热后装盘，送给

车厢内订餐的旅客。小碗里面，是河南当地

特色菜——驻马店确山板栗焖鸡。小碗菜

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客运段推介中原美

食、拒绝浪费的新尝试。2024年 8月起，信阳

焖罐肉、开封素三鲜等 4种特色菜首次推出。

今年春运，小碗菜再次上新，增加至 13 道菜

品，受到旅客广泛好评。

【点评】

你印象中的火车餐食是什么样的？是

分量固定、菜品选择也有限的“两荤一素”传

统盒饭，还是赶时间“对付”几口、“委屈”一

下味蕾的方便食品？

商丘滋补蒸羊肉、洛阳连汤肉片、平顶

山鲁山揽锅菜……高铁小碗菜让人们在飞

驰的列车上也可享用地道美味。目前，小碗

菜上线郑州局高铁餐车的比例占全部冷链

餐食的 30%，每天销售一空，受欢迎程度可见

一斑。

小碗菜何以获得青睐？分量灵活、丰俭

由人，更好满足乘客多样化、差异化需求。

“自从推出小碗菜，收取旅客用餐后的餐具

时，明显发现剩饭剩菜减少了。”这是餐车服

务员的直观感受。过去，固定的套餐，对部

分老人、儿童来说，常常分量太多，容易造成

剩余。菜品搭配也不一定能合乎每个人的

口味，喜欢的菜吃不够、不喜欢的菜不愿吃

的尴尬难以避免。小碗菜可供旅客自由组

合搭配，精准匹配个性化需求，有助于从源

头上减少浪费。

不仅如此，更精致可口的餐食，也能让人

们在旅途中多一分温馨。可口饭菜，饱的是

胃，暖的是心。高峰期出行，一口美味，足以

舒缓舟车劳顿，带来片刻的惬意松弛。组成

攻关小组，精心挑选各地有代表性的特色菜，

制定菜品标准，严格把关主辅料重量、菜品加

工、卫生质量、运输方式等……值得点赞的，

不只是列车餐饮工作人员在菜品上的精益求

精，更是设身处地体察细微需求、千方百计优

化服务供给的用心用情。

如今，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人们对出行

体验的评判标准，已逐渐从“通不通”转变为

“好不好”。老幼病残孕等群体候车不便，便

开辟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乘客想不被打

扰、安静休息，便设置关闭各种外放声源的

静音车厢；小朋友精力旺盛喜欢玩闹，便提

供可看童书、做游戏的“遛娃舱”……近年

来，越来越多切中痛点的“微创新”，正不断

改善着人们的出行体验。

此前，“第一批回家的人已经被返乡高

铁治愈了”话题登上网络热搜，人们畅所欲

言，分享着自己的美好出行经历。在春运这

一特殊时间节点，汽车、火车、飞机等并不只

是交通工具，更是游子与故乡之间情感连接

的具象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无微不至的

出行服务让更多人在旅途中感受到家一般

的温馨，未尝不是一种温暖而真挚的人文关

怀。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被尊重、被重视，

让细分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得到关照，就能让

春运更从容。

吃住行游购娱，具体的生活场景里，细

节冷暖最为可知可感。多想一层、多做一

步，更优质的服务定能为人们提供更多获

得感。

细节冷暖最可感
华璐月

■评论员观察R

■人民时评R

数字技术推动消
费场景创新、消费环境
向好，破解了制约消费
的堵点痛点问题，为提
振消费、扩大内需提供
了有力支撑

数字技术的魅力，
不仅在于融合万物、无
远弗届的穿透能力，还
在于打破隔阂和限制
的赋能能力

■来论R

■暖闻热评R

买了机票，选座这样的附加服务，一般

是谁先到谁先得，消费者鲜有异议。

但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航空公司开始对

这一基本服务引入加价机制，选择靠窗、靠

过道或经济舱前排等座位都要额外支付费

用 。 这 样 的“ 加 价 服 务 ”是 否 合 理 ，引 发

讨论。

不久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回应称，“加

价选座”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也

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应成为“行业

惯例”。

付费选座，看上去是和额外行李托运、

升舱等类似的“加价服务”，其实不然。后

者是在保障基本服务基础上，提供一些附

加或升级服务；前者是有加价而无服务，只

不过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将原本

免费的基本服务变成了创收的增长点。

飞机座位原本就按不同区域分成了头

等舱、公务舱、经济舱，已经有一重加价机

制。再进一步细分，免费可选座位变得寥

寥无几，和未成年子女、老人、朋友一起出

行可能也选不到相邻座位，这等于变相降

低了基本服务的质量。而且，在旅客购买

机票之后增加付费选项，损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

当前，付费服务、加价机制正在被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在许多领域已发展为

成熟可行的商业模式。为何同样是收费或

加 价 ，有 些 能 得 到 消 费 者 认 可 ，有 些 就

不行？

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价值，商业模式才

能成立。如知识付费领域，从推课程、做音

频到出书、搞视频直播等，形式越来越多

样，用户体验越来越好，市场自然持续增

长。有机构预计，2025 年其市场规模将超

2800 亿元。反观一些平台，有许多精彩内

容，购买会员后还要额外付费才能观看，被

消费者吐槽是“套娃式”收费。付费服务，

无端加上各种不合理限制，或是售后打折

扣，或是强行扩大免责范围，怎能让消费者

买账？这种行为，只会损害企业口碑。

可见，跨出从免费模式向“付费者得”

这一步，必须提供足够的价值增量，在保障

消费者权益方面向上兼容，而不能以减少

基本权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便利或短期

的利益。毕竟，只有消费者觉得“值得”，生

意才能做长久。

还要看到，包括民航在内的出行服务，

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其收费机制的调整，

要把公共利益作为重要考量，必须基于透

明、公平的规则和机制。

不久前，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设

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明确要

求“完善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等领域价格

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统一、公开、透明的价

格体系”。几十上百元的收费，或许占比不

大，但不可等闲视之。如何选择，可以看出

对消费者是什么态度、把公平交易摆在何

种位置。尊重消费者，以服务质量换发展

增量，才是正道。

眼下正值春运，旅客出行需求大、密度

高，这是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经济效益的黄

金 时 期 ，也 是 检 验 其 社 会 效 益 的 重 要 时

刻。善于算大账、综合账、长远账，着力优

化产品布局、提升服务质量，方能赢得消费

者认可、推动市场健康成长。

免费还是收费，应有一杆秤
周珊珊

跨出从免费模式向
“付费者得”这一步，必
须提供足够的价值增
量，在保障消费者权益
方面向上兼容

春节前后是农民工求职高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等 8 部门于 1 月中旬至 3 月

中旬，在全国开展 2025 年春风行动。活动

期间，各地通过集中组织走访调研、密集举

办招聘活动、广泛开展劳务对接等方式，为

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和有用工需

求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

这正是：

访企问需保用工，

求职寻岗步从容。

“春风”化雨促就业，

精准服务暖意浓。

常   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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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演员高亢地吼着秦腔，高潮时现场观众齐声跟唱；台下雷鸣般

掌声不时响起，很多人红了眼眶。近期，甘肃人安万和他的民间秦腔剧

团辗转西北多地演出，受到线上线下观众欢迎。

草根艺人的唱腔质朴粗犷、宽音大嗓，与露天环境格外契合。团长

安万身世坎坷，却一直坚持传唱流淌千年的血脉之声。他们不怕吃苦，

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注重倾听观众心声，致力于老戏新排，把大家喜

闻乐见的秦腔传统经典全本搬上舞台。万人同吼秦腔，线上学唱《兴汉

图》……观众以自己的行动，表达对传统戏剧的认可和喜爱。原汁原味

的秦风秦韵受到热捧，足见拥抱时代、贴近生活、扎根群众是激发民间

艺术活力的不二法门。

“做好人，唱好戏。”安万剧团的演出，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

的执着。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打动人心。民间艺术，本就是老百姓自

己的艺术。它长在大地上，也长在人心里。期待更多地方戏曲、民间艺

术推陈出新，以诚心赢得受众，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艺术扎大地   诚心赢受众
辽宁省大连市   任飞帆

新春走基层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春风行动“百镇百场”专场招聘会上，求职者在

了解招聘信息。 龙恩泽摄（影像中国）  


